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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虚假用工以减免缴纳残保金，有利可图的背后伤害了谁？
专家建议，加大监管和惩戒力度，在真正提高残疾人就业质量上下功夫

阅 读 提 示

让田野成为更多新农人的
青春起跑线

本报讯（记者赵黎浩 通讯员王明世）时

下正是春茶生产的高峰期，在云南省临沧市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各产茶

村，大批外来务工人员加入春茶采摘加工队

伍中，为春茶生产注入强大力量，破解了全县

春茶生产用工紧缺难题。

勐库镇街头的停车场，人头攒动，现场气

氛十分热闹，随处可见来往匆匆的人群手拿

行李、正等待着车辆接往茶山。勐库镇组织

委员杨世娟介绍，从春茶采摘开始，每天都有

大量的采茶工在此等候，最近几天达到高峰，

每天至少有 300 余人，他们都是来双江务工

的周边县区群众。

“把劳动力用好用活是春茶生产的关

键。”杨世娟表示，勐库镇各村党总支积极帮

助茶农协调春茶生产用工，大批的外来务工

人员进入茶山后，通过合理分配，保障了各家

各户春茶生产不耽搁。

“今年已经是我第三年到勐库镇大户赛

村打工，进入茶山后村上帮助协调，我们忙完

这户人家，又去帮另一户人家，有的帮助采摘

春茶，有的帮助茶叶初制所加工，在春茶季的

40 多天里，天天有活干，每个人能赚到近

6000 元。”来自临沧市云县爱华镇的务工人

员李忠美说，每到春茶采摘季，她都和其他村

民一起来双江县务工。

春茶生产用工量大，勐库镇采取预订与

现场招收的方式，积极组织广大群众抓好春

茶生产用工招聘。

勐库镇梁子村郑发忠家有 100 多亩茶

地，开了茶叶初制所，目前已经有 20 多万元

的茶叶订单，茶叶加工和采摘都需要人。郑

发忠说：“今年我家预定了 8 名工人，已经全

部到岗，由于春茶长势比往年好，还需要增加

人数，我还要通过村里帮助协调，再招收 10
多名采茶工。”

勐库镇公弄村委会小户赛自然村党支部

委员铁扎迫介绍，春茶开采以来，已经有

1000 余名外来务工人员到村里务工，由于部

分人家年前预订春茶生产用工数量不足，村

党总支积极组织茶农向外招工和帮助茶农合

理调配用工，目前村里春茶生产用工难题得

到缓解。

“近期以来，来茶山务工的人一部分是预

订的，一部分是现场招收的。”小户赛自然村茶

农宝长云说，通过村上帮助协调，他家现场招

收了4名采茶工，现在春茶生产用工量充足。

双江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双江县积极引导茶农注重用心、用情留人，让

茶农与务工人员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切实营

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每年春茶季都会出现

外来务工人员返回双江务工大潮，今年创历

史新高，目前已经突破了 4万人。

据悉，双江县现有可采摘茶叶面积 26.6
万亩，截至 3 月底，已生产加工春茶 1197.1
吨，春茶销售金额达 12347.8万元。

云南双江4万余名务工人员聚集忙采春茶

本报记者 刘旭

4 月 15 日，36 岁的辽宁沈阳按摩师李涛

收到了上海一家互联网企业的微信转账 500

元。2021 年开始，他将一级视力残疾人证挂

靠在该公司，公司为他缴纳社保，每个月汇

款 2690元到他的银行卡里，然后大部分钱会

被另一家中介公司转走，留下 500元给他。

记者采访发现，这种虚假挂靠已经成为

一条灰色产业链，看似“双赢”，实则导致真

实残疾人就业机会和空间被挤压，挂靠者面

临罚没收入和罚金，挂靠的用人单位涉嫌偷

逃税款，劳务中介公司涉嫌违法经营。

“一站式残保金减免”竟成灰色产业

李涛的这份“工作”远在 1000 多公里以

外，他对公司的名称、主营业务一无所知，却

能每个月准时收到微信转账，他将银行卡和

密码交给中介公司，“工资”到账时，他还要

录视频证明收到全部工资。

李涛从农村考入大学就读中医学（针灸

推拿方向）专业，毕业后找了多份工作。“缴

社保的单位给的工资低，收入高的岗位用人

单位又不肯签合同。”李涛说。按摩店不和

他签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保，他在挂靠后有

稳定的社保，还有额外的收入。

所谓的挂靠，即企业聘用残疾人，为其

缴纳社保并支付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但残

疾人无须为企业工作。因为双方签署了劳

动合同，企业能以此减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以下简称残保金），残疾人也能拿到工资。

相当于残疾人把自己的残疾人证租出去，以

此换取工资和社保。

为何企业愿意聘用不工作的残疾人呢？

2015 年出台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的残疾人岗位

比例不得低于员工总数的 1.5%，达不到这个

比例的，应缴纳残保金。这本是促进残疾人

就业的好政策，却被少数中介公司利用起来。

记者以企业招聘残疾人为由联系到一

家声称提供“一站式残保金减免”服务的中

介公司，客服“无忧”发来一份“残保金计算

公式”：代办雇用 1 名一级或二级残疾人，服

务费 500元/人/月，累计满 12个月，可减免企

业 133.33 名员工全年残保金。此外，雇用人

数达到一定程度，还可以减免退还增值税或

营业税、申领岗位补贴，优惠政策完全可以

抵扣企业给残疾人缴纳社保的钱。粗略计

算，挂靠残疾人证的成本大约是缴纳残保金

的 30%。为了偷逃这笔费用，一些企业便联

合劳务中介，干起了虚假招聘、挂靠返利的

违法行为。

知法违法的背后是就业痛点没解决

上海段和段（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孟

宇平表示，对于企业来说，构成逃税罪的，根

据情节严重程度和金额大小接受刑罚；对于

残疾人来说，如果涉及虚假用工，要收回违

法收入还要面临罚款；对于“黑中介”来说，

违法经营会被吊销执照、收回非法收入，负

责人协同企业逃税、诈骗，也会构成犯罪。

大连一家 IT 企业负责人杨仑告诉记者，

该企业尝试过吸纳残疾人真正就业，但他们

对聘用残疾人顾虑诸多：“不知道把他们安

置到什么岗位，办公楼无障碍设施不足，对

残障员工的行为特点也不那么了解，会不会

给企业带来安全风险，都会让企业心生退

意。”杨仑说。企业人事部经理曾提醒他，上

班路上出意外会算工伤，面对肢体残疾和视

障求职者时要格外注意。

这些痛点没解决，导致残疾人就业中介

有了漏洞可钻。

其实虚假挂靠残疾人证也是有偿挂证

的一种。早在 2017 年，人社部就印发了《关

于 集 中 治 理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挂 靠 行 为 的 通

知》。然而相比于职业资格证，虚假挂靠残

疾人证更为隐蔽：不少企业都会为虚假挂靠

的残疾人提供社保，仅凭社保比对很难发现

其中猫腻。

同时，根据规定，申报缴纳残保金时，企

业只需进入全国联网认证系统登记，也就是

说，提供准确的持证残疾人个人信息、缴纳

了社保，很难验证员工是否真实到岗。

沈阳市助残志愿者李铀告诉记者，残疾

人挂靠的很多情况是由残疾人监护人或亲

友做主，而不是残疾人的本意。监护人出于

残疾人就业能力不足、外出就业不安全等因

素，宁愿把残疾人养在家里，或安置到托养

机构、康复机构照顾起来。美其名曰是照

顾、增加收入，其实违背了残疾人参与社会、

参与就业、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同时也助

长了不劳而获的心理。

让残疾人成为好政策的受益者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我

国 残 疾 人 达 8591.4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6.34%。为保障残疾人就业，我国先后出台了

一系列扶持政策，探索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安置残疾人就业、扶

持残疾人就业创业等，残疾人就业比例稳步

提升。如何开展有针对性的监管，让好政策

落地，让残疾人成为好政策的受益人，必要而

迫切。

当残疾人证挂靠成了生意，无疑有悖于

政府设立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初衷。虚假挂

靠实则挤压了其他残疾人正常就业，降低了

残疾人群体的工资标准。孟宇平认为，应从

源头入手，各地掌握证件持有者的真实情况，

是否有相应的就业资质或能力，是居家休息

还是就业状态。同时，从人社部门、税务部

门、工商管理部门等多渠道入手，加强信息的

交叉核实和比对。

李铀则认为，有关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

灵活采取定期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查看用

人单位为残疾人提供了多少岗位，深入一线

了解残疾人的工作生活状态，从而堵死制度

漏洞。同时，加大惩戒力度，对涉事个人、企

业和中介等全面追责，通过行政处罚、集中曝

光、纳入黑名单等方式增强警示效果。

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用人单位的岗位

要求与残疾人的能力不适配、向残疾求职者

敞开大门却长期招不到人的状况。要解决这

个问题，李铀建议，应该从设置适合的岗位、

提供适当的培训、对其工作多些理解与包容

等入手，全方位提升其就业质量、就业体验，

这样不仅可以扫除用工企业的后顾之忧，而

且可以巩固残疾人自食其力的信心。

（文中残障人士为化名）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企业为减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催生了挂靠残疾人证产业链。

这导致真实残疾人就业被挤压，群体工资标准被降低；挂靠者面临处罚，挂靠的用人单位

涉嫌偷逃税款，劳务中介公司涉嫌违法经营……对此，专家建议加大监管和惩戒力度，为

残疾人提供更匹配的岗位、加大对其技能培训。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 通讯员圆圆）“内

蒙古通过对乡村振兴一线基层技能人员的职

称倾斜政策，取消了学历、专业等的限制，让

只有大专文化程度的我取得了高级农艺师职

称（副高级职称），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事。”长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从事基

层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吕海峰日前开心地告

诉记者，他不仅实现了“身份突破”，作为基层

一线技能人才，更看到了职业发展的多重可

能和广阔空间。

据了解，一直以来，技能人才与技术人才

执行不同的职业能力评价体系，两者之间缺乏

横向衔接，技能人才职业通道狭窄、路径单一。

2022 年，内蒙古人社厅制定了高技能人

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具体措

施，推进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

制度有效衔接，在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

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

八个系列明确了贯通评价标准，支持高技能

人才参加职称评审和职业资格考试，搭好技

能人才成长“阶梯”。截至目前，内蒙古已有

3348 名高技能人才获得了相应专业技术职

称，高技能人才总量达 117.29万人。

在评价标准上，内蒙古创新高技能人才

职称评价机制，破除以往的学历、资历、论文

等条件限制，重点突出工作业绩、专业技能、

创新价值、职业道德等方面素质；明确技工院

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

业的高技能人才在申报评审职称，或报考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时，可分别按照中专、大

专、本科学历对待；对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

等级的高技能人才，达到相应工作年限即可

申报职称评审。

此外，内蒙古还建立“绿色通道”，让高技

能领军人才“评得快”，对获得世界技能大赛

金、银、铜牌，中华技能大奖的高技能人才，可

直接申报评审正高级职称，不需要逐级晋升，

为长期坚守在生产服务一线岗位工作的高技

能领军人才打通职业发展道路。

贯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内蒙古3348名高技能人才获得专业技术职称

青海今年已转移就业31.7万农牧区劳动力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今年以来，青海深入实施就业提质

增效行动，着力打造“青海 e就业”工作品牌，强化上下协同、部

门联动，加力打好促就业“组合拳”，推动各项稳就业措施落实

落地。截至 3月底，青海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 31.7万人次，

完成一季度目标任务的 122%，就业工作实现首季“开门红”。

青海深入实施就业提质增效行动，制定2024年就业提质增

效行动任务分工方案，将 7项主要就业指标和 53项具体举措分

解至各市州及 33家就业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逐项细化项目

内容，明确工作责任和完成时限，推进各项指标任务有效落实。

同时，青海持续强化助企援企稳岗扩岗，依托重点企业用

工服务保障机制，发挥“人社服务专员”作用，为企业提供用工

指导、岗位招聘、技能培训等常态化“一企一策”对接服务。持

续巩固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成果，分解下达 2024年脱贫人口务

工就业目标任务，实施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部署落实社保

补贴、交通补助等帮扶政策。截至目前，全省脱贫劳动力务工

就业 11.7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5.4%。

此外，青海深入村镇、园区和企业调研摸底培训需求，制

定年度培训计划，指导各类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开展“菜单式”

“定向式”和“校企合作”等精细化培训。截至目前，全省开展

补贴性技能培训 1.31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4.6%。

甘皙

近日，一则“大学生回乡养蜂直播时三次被蜜蜂蜇到

嘴唇”的视频火了，网友纷纷为小伙助力家乡产业发展点

赞。无独有偶，贵州 90后小伙乐天返乡后拍摄家乡非遗

技艺的短视频广受关注，当地一个村子更是邀请他做名

誉村长，以便更好地宣扬非遗技艺。云南西双版纳曼勒

村有 5000平方米的美丽墙画，让这个小村庄成了拥有千

万流量的“网红村”，而这都是从村里走出的大学生岩温

叫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近年来，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浪潮不断高涨。公开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

累计达 1220 万人，带动乡村就业超过 3400 万人。《“十四

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更是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培育返乡入乡创业人员 1500 万人，其中农村创

业带头人 100万人。从发展种植养殖业到发展农村电商

再到开发乡村旅游……返乡青年的到来为家乡带来很多

可喜的变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从无到有发展产业，可能遇到

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在城市学到的经验到了乡村不一定

就行得通；有些创业项目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让

很多农村青年的“返乡创业梦”夭折在了“最初一公里”。

要想更好实现乡村振兴，让返乡青年回得来、留得住、干

得好，离不开各方力量的支持和相关政策的扶持。

对此，当地应完善返乡创业制度保障体系，为返乡创

业者提供担保贴息贷款、创业吸纳就业奖励补助等政策支

持；同时搭建返乡创业孵化平台，为创业者提供创业项目

和条件；定期开展返乡创业专业培训，持续帮助解决创业

管理、生产技术等问题。此外，还应积极改善农村医疗、养

老、子女上学等条件，为返乡青年提供后勤保障……

乡村振兴，是一个呼唤人才同时造就人才的舞台。

返乡创业青年为乡村振兴注入“活水”，广阔乡村回馈给

他们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爱农村、懂技术、善经营的新

农人们，以田野为青春起跑线，正带着乡亲们在广袤土地

上蹚出致富之路。在这场返乡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

中，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经验的不断积累，我们有理由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青春之花在田间地头绚丽绽放！

在浙江省湖州市小西街举办的新春市
集上，“浙江工匠”蔡林荣（左）为人们制作
当地特色小吃细沙羊尾。

小西街位于市中心，依西苕溪支流而
建，曾是老湖州城商贾市井之所和名门聚
集之地，有着千余年历史。

2013年起，湖州市政府启动小西街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改造工程，强调保持和延
续小西街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维护真
实性、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引入现代产业，
将两者有机融合，活化老街区的传承延续。

如今，小西街的街巷中开出了美术馆、
历史人文馆、城市书房等文化设施；心怀梦
想的年轻创业者入驻了老房子，打造咖啡
馆、陶艺店、定制首饰店、音乐工作室等。
新居民和原住民在老街里共同生活，彼此
滋养。街区每年推出数十场文化活动，给
街巷里弄带来蓬勃生机，也让更多人走进
老街、沉淀情感。

历史与现代在这条江南老街交相辉
映，焕发出蓬勃生机。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湖州小西街焕新

村里办起“樱桃节”
4月24日，泰山村在樱桃节上设立共富集市，用来销售当

地农特产品。
近期，浙江省杭州市塘栖镇泰山村的樱桃共富工坊的500

多亩樱桃进入成熟期。4月24日，泰山村以樱桃为媒，开启泰
山村春季樱桃节，设立樱桃共富集市售卖农特产品，开展樱桃
采摘游、樱桃园直播等活动。

泰山村的樱桃种植历史悠久，从 2023年开始，泰山村以
“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成立“泰·甜蜜”樱桃共富工坊，
助力特色农产品销售和乡村旅游发展。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